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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
“首战”，也是一年收成的基础。
记者从邹区镇和钟楼区农业农村
局获悉，钟楼区提早谋划春耕生
产，科技赋能春耕备耕。在邹区
镇杏塘村，技术人员正操作无人
植保机对麦田进行施肥，田间地
头一片繁忙景象。当前钟楼区在
田小麦 3800 亩、油菜 920 亩。钟
楼区现代农业园内的江苏诺亚方
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工作人
员趁着晴好天气投放蟹苗，让小
螃蟹“喜迁”新居。蟹苗投放一般
在1月至3月间，这项工作是养殖
户对新一年的憧憬，也意味着新
一轮劳作的开始。

王 栋 王淑君 陆士卿
周晓玲图文报道

生机“交响曲”

开栏的话
都说藏匿在最深处的小店，是

城市的魂。在钟楼，街巷、老店犹如
洒落老城厢的明珠，串起了龙城人
的根与魂。它们可能只是一锅热气
腾腾的火锅，一块香气扑鼻的麻糕，
抑或是一份冰爽沁甜的茶饮……但
每家小店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将氤
氲一城的烟火气娓娓道来。

本报“新钟楼”今起开设“一条
街、一家店、一个人”专栏，聚焦钟楼
文旅经济发展的亮点、成效和新举，
感受“小店经济”在促进“文商旅”深
度融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代表小店：陈渡桥老火锅
小店老板：陈金华
代表街道：清潭西路

入选理由：清潭西路上的陈渡桥，是
不少老常州人心中的家乡地标。说到陈
渡桥，就不得不提到明代文学家、抗倭英
雄唐荆川。这座桥的前身正是当年百姓
为感恩唐荆川的老师陈渡而建。以前，
陈渡桥周边基本都是城中村。经过多年
的经营和人气的汇聚，如今清潭西路上，
大大小小已经有了 100 多家餐饮店，其
中火锅店就有10多家，最早的一家火锅
店就是陈渡桥老火锅。

夜色降临，清潭西路上的陈渡桥老
火锅人气火爆，廊亭板凳的古风与香气
四溢的火锅，勾动着人们的味蕾，日复

一日上演着“一家店带动一条街”的热
闹景致。

“从创业初始时的生意冷清，到如今
节假日要排号等1个多小时，这其中有
我们的努力，也有时代赋予的机遇。”这
家店的主人陈金华、阮苏霞夫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从门可罗雀到找准定位

“我们陈渡桥火锅是2018年开始经
营的。当时装修的不是很豪华，整体的
规模也不算特别大，我老婆经常在店里
客串服务生，我自己管理厨房。”说起往
事，陈金华十分感慨，当时整条街上的火
锅店寥寥无几，甚至刚开业的时候还不
叫陈渡桥老火锅，只是一家平平无奇现
代装修风格的火锅店，那时经常是员工
比顾客多。

“什么样的火锅，才会让常州人记
住，我和妻子商量了很久，也请教了不少
业内的专家，经过摸索后才发现，不仅要
菜品品质上乘稳定，更要形成自己独有
的餐饮文化。”陈金华说，陈渡桥老火锅
最初只知道一味在菜品上下功夫。从原
材料到标准流程，每一个细节他都自己
到各地去挑选进货，为的就是保证品质
稳定。即使是茴香、辣椒、麻椒、黄油等
这些配料，他都要精挑细选。

一段时间下来，不少客人都说好
吃，但回头客却不多，因为全市火锅店
很多，人家记住的往往都是大品牌。“我
老婆最先提议，我们店旁边就有一座常
州人都知道的陈渡桥，不如就把我们的
店叫作陈渡桥老火锅，深入开发与陈渡
文化、常州文化相关的菜品。”陈金华
说，自己的姓与陈渡桥的“陈”同字，他

觉得这既是巧合也是缘分，于是欣然接
受了这个建议。

陈渡桥老火锅的牌子打出来后，陈
金华结合常州的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开
发出了不少独具特色的菜品，如用常州
的别称和有代表性的古迹为菜品命名、
挖掘常州传统烹饪技法和食材等等。

就这样，这家火锅店以独特的陈渡
桥地域文化特色为主题，开始被越来越
多人“惦记”。

从单兵作战到聚集人气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一开始
我们做了不少推广活动，吸引大家来品
尝。”陈金华说，口碑是一点点积累起来
的。“我们一开始还没有外卖，但是不少
顾客都来说要送外卖。疫情期间，还有
一位武进的顾客打电话来，家庭聚餐要
选择我们，他当时订了2000多块钱，最
后是我老婆亲自去送的。”陈金华说，也
许最开始鼓励顾客在网络平台拍照分
享、评论是吸引了一部分客人，但吃过
后的回头客才是最重要的，也正因为如
此，陈渡桥老火锅从一家店开到如今的
三家店。

陈渡桥老火锅也带动了清潭西路整
条街的餐饮人气。陈金华夫妇回忆，火
锅店做出名气后，不少火锅店老板来“取
经”，有的甚至也在清潭西路上选址开了
店。从街头走到街尾，各种餐饮店云集，
一入夜这里就成了美食一条街，有时食
客找个车位都十分麻烦。

“如今这条街的人气远远超过了我
们当初。”陈金华说，如果说完全是因为
一家店带火一条街，他觉得有点夸张，

“原本清潭西路上就有不少餐饮小店，但

名气并不大，可能我们店还是带来了一
定的‘流量’，也让大家觉得在这里能把
饭店经营火起来，大家都有了信心。”

从网红打卡到本土美食代表

陈渡桥老火锅在文商旅融合升级的
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和扩张，成功走出
陈渡桥，在全市开了3家分店。这一过
程中，他们积极把握机遇，与周边商业和
旅游机构合作，开展联合活动，进一步提
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也不断提升
产品和服务质量，保持一贯的优秀口碑，
吸引更多的顾客。

“以文带旅，以旅兴商，以商成文。
我们陈渡桥老火锅的经营发展也将积极
融入其中。”陈金华说，未来会持续支持
社区和政府在文化和旅游资源上下功
夫，开展与陈渡文化、常州文化相关的活
动，吸引更多游客和文化爱好者。同时，
在商业运营上要保持创新，不断推陈出
新，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留住现有客
户并吸引新客户。

“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
新，重构商业的场景和业态，让‘流量’与

‘留量’兼得。考虑引入AI等智能科技，
提供更便捷的点餐和支付方式，同时加
强在线服务和社交媒体的互动，与顾客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陈金华表示，未来
将与文化、艺术机构合作举办一些主题
展览或演出，以陈
渡文化、常州文化
吸引更多顾客，让
清潭西路成为一条
火锅美食文化街。

王淑君 王栋
胡必青 谭琪琳

这家火锅店为何带火了一条街

□本报记者 何一智 通讯员 陈峰

春风当面，实干开年。
走进钟楼区各项目建设现场，车辆

穿梭、机器轰鸣……绘就出一幅热气腾
腾的“春忙图”。春节过后，钟楼各重大
项目工程建设阵地上“集结号”纷纷吹
响，奋力拼争龙年首季“开门红”。

在建项目冲刺“开门红”

2月28日，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
位于五星街道长江中路西侧、港务路北
侧的常州建科院检验检测总部项目建设
现场热力升腾，广大建设者们全力以赴
盯节点、抓进度、保工期，为新年度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处处演绎着
项目建设的“速度与激情”。

“目前项目三层结平完成50%，进
展顺利。”建科院项目负责人孙锦程表
示，随着近两日工人大批量返岗，项目推
进速度将持续加快。该项目达产后，预
计将形成每年出具检验检测报告约50
万份的服务能力，年新增销售额3亿元，
利税约1.2亿元。

拉满弓，绷满弦，奋力“项”前奔跑。
在高新园（邹区镇）美宜佳供应链智慧物
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工人和

管理人员已经返场，全力以“复”拼生
产。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
30亿元、税收约1亿元，并为5000多人
提供创业就业机会。“目前基础桩基施工
已经接近尾声，下一步将做地基基础建
设。”美宜佳项目负责人任录军表示，该
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
2025年4月完成竣工验收。

竣工项目释放新动能

质优量足的好项目，聚拢的是起好
步、开新局的强信心，积蓄的是“热辣滚
烫”的经济活力。

在位于钟楼经济开发区童子河西路
以西、枫林路以南的华丰轻量化发动机
关键部件制造项目已经于年前完成竣
工，目前已经开始小批量投产。“项目于
去年年初开工，年底前包括厂房改造、设
备、产线就已经全部到位。”华丰项目负
责人臧蓉说。

该项目利用卓联新动力有限公司边
角闲置空地，改造成全新厂房，形成厂房
与土地的资源双整合。“我们会根据小规
模生产的产品市场反馈情况，于今年下
半年进行大批量生产，形成年产缸体、缸
盖各5.5万台套的生产规模。”臧蓉说，
该项目主要配套一汽解放新的国六国七

13L发动机，是锡柴和大柴的唯一供货
商。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年销售2.6
亿元，税收约6000万元。

在高新园（邹区镇），一批竣工项目
即将释放新动能。双马公司水平定向钻
具和海洋钻探工具智能化工厂项目现
场，目前正在做投产准备。“我们年初八
就开工了，工人们目前正在进行产线安
装、调试等工作。”双马项目负责人杨晓
刚表示，达产后预计形成年产水平定向
钻具钻杆21万根、煤层气钻杆7万根、
海洋钛合金钻井钻杆1万根的生产能
力，年新增销售5.1亿元。

新项目按下开工加速键

一批批重大项目相继落户，一个个
平台载体加快崛起，一条条产业链深度
融合……愈发朝气蓬勃的钟楼，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在高质量发展的大潮中
步履铿锵。

高新园（邹区镇）的恩都法新能源汽
车核心零部件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
已于2月27日拿到施工许可证，正式开
工建设。该项目拟新建厂房及研发办公
楼约11万平方米，购置注塑机120台，
新增集成水壶、空气悬架泵阀总成（阻尼
阀）、电子机油泵、真空泵、电机类产品等

总装工段装配线40条。项目达产后预
计形成年产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
1500万套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15
亿元。

项目服务所营造的“暖气候”，让产
业项目也奋力争春，抢时间赶进度，建设
投产“热气腾腾”。

“我们在钟楼最大的感受就是
‘快’！”2月28日，常州黑溪大数据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新建2.5数智生产研发基
地项目相关负责人毛燕欣喜地说。在此
之前的2月5日，在区重大办以及钟楼
经开区的全流程服务跟进下，该项目成
功拿到“五证三书”，实现“拿地即开
工”。“通过时装服饰产业数字化赋能技
术研发，构建国际品牌和自有品牌的多
品牌生产研发基地，打造2.5数智产业
新业态。”毛燕说，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新
增年销售6亿元。

据了解，目前钟楼区2024年重大产
业实施清单项目共97个，新建项目47
个、续建项目50个，计划总投资256.4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58.8亿元。“常态化推
进‘拿地即开工’，盯紧项目建设投资进
度，开展‘竣备即发证’试点探索，做好项
目‘全周期’‘全要素’闭环管理，为重大
项目发展保驾护航。”钟楼区发改局副局
长、重大办主任金杰说。

抢跑“春天里”钟楼项目争先 本报讯（徐娜） 3月2日，钟楼
区广福街、崇学路“瓶改管”工程
正式进场施工，这也是今年全市
范围内开工实施的首个“瓶改管”
项目工程。

据了解，广福街和崇学路属于
小型商业综合体性质，范围内以小
型餐饮商户为主。该项目将采用

“部分管道埋设、其余架空”的方式
排管，共计新建约200米燃气地下
管道，约1100米燃气架空管。该工
程预计于4月底前完成主管施工，
清潭西路、白云路等列入计划的“瓶

改管”项目也将陆续开工。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燃气安全，

满足人民群众对燃气安全的需求，钟
楼区将“瓶改管”工作纳入了2024年
民生实事项目，持续推进“瓶改管”改
造项目，持续提升人员密集场所燃气
使用安全水平。

2024年，钟楼区计划对清潭西
路、白云路、玫瑰路等餐饮较集中的
21条街区有序实施改造工作，力争年
内压降瓶装液化气使用户数1300户，
次年压降瓶装液化气使用户数1055
户，充分落实目标任务。

“瓶改管”民生实事项目开工

本报讯（孙洁）近日，常州市教
育局公布关于2023年常州市优质
学校名单，全市共有2家学校达到
常州市优质学校评估标准，其中常
州市钟楼区第二实验小学获评。

常州市钟楼区第二实验小学
是一所新建的公办全日制小学，
2021年8月正式启用。学校秉持

“正”文化，以“守正致远”为校训，立
足“双减”“双新”背景，回归育人初
心。钟楼二实小开办以来以“启智养
正，办好家门口的优质小学”为蓝图
实现高起点办学；以前瞻性项目和品
格提升工程双内涵发展提升办学品
质；坚持走好“体艺见长”“科技创新”
两条特色发展之路。

钟楼区第二实验小学
获评常州市“优质学校”

本报讯（童华岗 戴琪） 2024
年春季开学，区市场监管局结合校园
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深入辖区各
中小学、幼儿园，扎实开展校园食品安
全排查整治，做好春季开学校园食品
安全工作，全力护航“开学第一餐”。

检查中，执法检查人员对学校
食堂从业人员规范操作、日常管理
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检查，督促

学校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
制，全面开展学生食堂食品安全自查
自纠，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全力护航

“开学季”。同时，结合校园食品安全
排查整治专项，重点检查了学校是否
定期开展鼠（虫）害控制，配齐配全“三
防”（防鼠、防虫、防尘）等设备设施，确
保有效防治鼠（虫）害。

护航“开学第一餐”

本报讯（王品苏）近年来，由于
经济形势紧张，劳动关系持续紧绷，
劳动争议案件不断。其中，集体案
件由于涉及人员较多，往往涉案金
额较大，面临矛盾尖锐，执行困难的
情形。对此，钟楼区劳动仲裁积极
应对，多措并举化解集体争议。

立案接待时，工作人员就积极
引导申请人选择调解组织或调解专
家调解，免除申请人举证难、维权难
的困境，省去了繁杂的准司法程序，
将矛盾稳控在案前，缓和双方对立

情绪。同时，工作人员会积极引导当
事人选择法律援助，由专业律师提供
咨询，给予建议，同时辅助调解、开庭，
既可以缓和当事人激动的情绪，也可
以为当事人选择最优解决方法，最大
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权益。面对集体
案件，区劳动仲裁快速反应，第一时间
立案，在最快的时间开庭和裁决，从立
案到开庭保证在30天之内，从立案到
裁决保证在45天之内，快办快结，最
大程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妥善
化解了社会矛盾。

多措并举化解集体争议

本报讯（周晓玲） 3月1日起，
邹区镇范围内持续开展机动车乱停
放“清零行动”，严查严处机动车违
停交通违法行为，如不在停车位停
车、占用盲道停车、占用消防通道停
车、在划有禁停标线路段停车的。

为有效解决邹区镇部分道路交
通秩序混乱、车辆乱停等问题，为邹
区百姓营造一个有序、顺畅、安全、
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3月1日起，

邹区镇对部分道路进行日间禁停管
理。其中，兴隆东西街、南北大街白天
时段（7：30至19：30）机动车辆全线
实施禁停措施；南大街划停车线区域
夜间时段（19：30至次日7：30）道路
侧边划线区域内实施免费停车。

在此之前，邹区镇已对沿街陆续设
置禁停标识和停车指示牌，并通过向广
大沿线商户和居民发放温馨告知书及
调查问卷等方式，引导大家规范停车。

邹区镇：机动车乱停放“清零”

本报讯（何一智）“幸福不一定
得大富大贵，只要亲人平安、健康，
年复一年，常伴身边……幸福生活
需要靠我们自己‘编织’！”3月4日
下午，永红街道荆川村妇联、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展了“编织幸福 串出
精彩”家风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常州市“最美家庭”

获得者杨秋惠以家庭教育与廉洁持家
为主题分享了她的家风故事。随后志
愿者现场指导并带领居民一起制作国
风珠串。家住瞿家村的薛阿姨笑着
说：“这个活动太有意义了，大家不仅
学到了非遗技能，还丰富了精神文化
生活，更培养了大家传承良好家风、积
极向上的精神！”

分享家风故事 串出幸福生活

一条街一条街 一家店一家店 一个人一个人
涂胶、掐丝、填色……近日，五星街道五星村纪检委联合妇联、工联会在

运河五号举办了一场非遗文化体验活动。在观看了掐丝珐琅纪录片和廉政
教育视频后，在非遗技艺老师的指导下，20多位村民亲手做出了一块块含有
清廉寓意的掐丝珐琅茶盘。 花晨凯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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